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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原 边 防 见 证 鱼 水 深 情
—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发挥自身优势画好军民“同心圆”

■黄 超 邱 鹏

伊犁河畔，“武警爱民学校”内书声琅琅；
中哈边境线某点位旁，“惠民驿站”里暖意融
融……初夏时节，笔者踏访武警兵团总队某
支队援建的团场一线和边境“驿站”，被边防
军民心底涌动的鱼水深情感染。

画好“同心圆”，架好“连心桥”。近年来，
该支队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通
过持续加强军地协作，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
结和民族团结成果，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作
出积极贡献。

④④

①①

②②

③③

军民联合——

守护一草一木

冬日，天空下着大雪，中哈边境线

上的 23 号民兵哨所，就像镶嵌在茫茫雪

原中的一颗宝石。隔着一片稀疏的白

桦林，邻国边境小镇清晰可见。

每年春节前夕，武警兵团总队某支

队都要组织官兵到中哈边境线上，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护边员联合巡

逻。这让该支队不少主动请缨参加巡

逻的官兵，多了一段难忘经历。

这天一大早，一支由武警官兵和护

边员组成的联合巡逻队，正深一脚浅一

脚地行走在边境线上。

雪厚冰滑，非常消耗巡逻队员的体

力，就连平时很活跃的护边犬也有点吃

不消，时不时趴在雪窝里喘上一会，看

得随队巡逻的卫生员周仁鑫格外心疼。

周仁鑫是该支队一中队中士卫生

员，本可以在春节前探亲休假回家。但

他 考 虑 到 哨 所 位 置 偏 僻 ，周 围 没 有 人

烟，距离最近的团场医院有 40 余公里山

路，医疗条件比较差，就主动请缨参加

巡逻任务。

巡逻路上，每天晚上周仁鑫都坚持

逐人问诊，因人而异为战友和护边员提

供理疗服务。

今年 57 岁的党鹏程，是哨所的一名

老护边员。由于长期坚守在戍边一线，

他患上了肩周炎、关节炎等伤病，特别

是遇到大风大雪天时，都要饱受病痛折

磨。

看到年纪和自己长辈相仿的党鹏

程如此难受，周仁鑫每天都利用休息时

间，给他做理疗推拿。

除夕当晚，第一次参加巡逻的该支

队驾驶员刘建豫，在日记里写道：这里

是无人区，这里是边境线，这里的年夜

没有万家灯火，也没有绚烂烟花，甚至

连一串爆竹的声响都听不到，这里只有

风声。这里的四野是一片触不到边的

黑暗和寂静，但这里还有一抹光亮，就

是这抹光亮，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幸

福。

“把青春梦想融入祖国山河。”笔者

翻阅着刘建豫的日记，感受着字里行间

的激情，不禁感慨万千：那是官兵用青

春、热血、生命丈量着祖国的边境线，更

是用职责、担当、使命践行着“胡杨卫

士”的忠诚、奉献、价值，以及“边关有我

在，祖国请放心”的铿锵誓言。

“刚接到牧民巴合布力报告，有一

辆橙色越野车向边境线驶去，请配合边

境警务站民警、护边员迅速封锁 1 号设

卡点，展开排查管控……”巡逻途中，官

兵接到边防指挥中心命令，配合处置突

发情况。

兵团第十师领导介绍，党政军警民

合力强边固防是我国边防的独特优势，

他们在“五位一体”多级联动管边控边

格局基础上，联合驻地武警力量，通过

修订边防委员会工作规则、护边员巡边

规范、军警兵民联防等制度规定，拓展

形成了党政军警兵民“六位一体”多级

联动管边控边新格局，守护好边疆的一

草一木。

“边关之固，固在党政军警兵民同

心合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该

支队领导说，近年来，他们积极对接驻

地师市，主动从建组织、配资源、联力量

3 个层面，融入驻地兵团师市的强边固

防体系，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兼容、权

责相符的管边控边指挥体系，实现了组

织指挥一盘棋、信息共享一张网、力量

编成一张图，推动了边防管控力量攥指

成拳。

笔者在某边防指挥中心看到，边防

执勤哨所、边境检查站、边防派出所、民

兵哨所等管边站点的画面，在联防联控

指挥平台信息综合大屏上实时显示，千

里边境线“一网尽显”。在该支队六中

队作战勤务值班室，驻地边境团场担负

的边境线管段画面实时在线，只要边境

上出现突发情况，中队官兵能在第一时

间感知和展开后期处置，让精准控边成

为常态。

惠民工程——

温暖一家一户

“ 感 谢 子 弟 兵 ，有 你 们 的 关 心 帮

助 ，我 们 现 在 的 生 活 环 境 得 到 了 很 大

改善，我们一定更加认真地守好边、戍

好防。”接到哈萨克族护边员山巴依的

电 话 ，该 支 队 六 中 队 指 导 员 王 佳 十 分

开心。

上次给惠民驿站送物资时，王佳还

是六中队的一名排长，他带着 4 名战士，

为驿站送去了煤、蔬菜等生活物资及应

急药品，还帮助修葺了执勤点的房屋，

有效地改善了山巴依、马银材等 4 名少

数民族护边员的守防环境。山巴依等

护边员从执勤点回撤后，经常与王佳通

电话。

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推进惠民驿站建设，是这

个支队开展惠民工程，深入推进新时代

兴边富民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位于

科古琴山深处的宏达坂惠民驿站，就是

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

科古琴，哈萨克语意为“离天最近

的地方”。这里群山巍峨矗立，山顶被

厚厚的冰川积雪覆盖，就像是一条长长

的哈达，连接着中哈两国。

宏达坂“藏”在科古琴山深处的褶

皱里，因达坂上的山体富含铁元素呈红

色 ，在 阳 光 下 格 外 亮 眼 而 得 名“ 红 达

坂”，后改称“宏达坂”。这里山高谷深，

人迹罕至，周边雪峰环绕，海拔近 4000

米。每年大雪封山期长达 8-9 个月，只

有夏季气温最高的几个月，护边员们才

能进驻守防。

宏达坂边境执勤点，是一座有 4 个

房 间 的 铁 皮 房 屋 。 因 海 拔 高 ，山 路 崎

岖，物资保障困难，使这里的戍边环境

格外艰苦。在该支队援建惠民驿站前，

这里还是一个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

通网络、不通长明电的“四不通”执勤

点。

山中 天 气 多 变 ，七 八 月 也 会 下 雪

和 冰 雹 ，夜 间 气 温 更 低 ，铁 皮 房 屋 不

保 暖 ，需 要 一 直 烧 煤 取 暖 ，吃 水 要 到

山 谷 溪 流 里 挑 ，蔬 菜 肉 类 等 副 食 半 个

月才能送一次，熊、狼等猛兽还经常出

现 在 哨 所 周 边 …… 来 宏 达 坂 执 勤 点

守 防 ，艰 苦 孤 寂 的 环 境 ，无 时 无 刻 不

在 考 验 着 一 个 人 的 理 想 信 念 和 忍 耐

极限。

该支队领导介绍，他们前期在规划

建设“惠民驿站”时，就了解到宏达坂执

勤点极为艰苦的守防环境。于是，支队

党委决定在宏达坂援建集边防巡逻执

勤房、边民放牧服务点、前移管控支撑

点等功能于一体的“惠民驿站”。

他们先后投入专项资金建设宏达

坂驿站，为执勤点升级了钢结构新型保

暖材料板房，配备了太阳能发电板，通

了自来水，增添了燃气灶、洗衣机等生

活设施，新建了洗澡间，置换了崭新的

桌椅、床铺，还为哨所补齐了应急物资

和应急药品，让护边员每天巡逻后都能

洗上热水澡，吃上热乎饭，极大地改善

了守防条件。

“像宏达坂这样的‘惠民驿站’，我

们支队一共援建了 5 个。”该支队领导

说，他们立足稳边固防，用心服务保障，

按照“提供便利条件，实现应急保障，丰

富文化生活”的要求，采取军地共建、军

民共管方式，为驿站配备应急保障物资

设备，提供医疗救治、通信联络、避难应

急、政策宣讲、应急草料补给等多项惠

民服务，真正把“惠民驿站”建设成为军

地衔接的联络站、执勤巡逻的接力站和

乡村振兴的加油站。

作 为 惠 民 工 程 的 延 伸 ，该 支 队 还

利用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召集

边民在驿站举行升国旗仪式；依托驿站

与 驻 地 村 党 支 部 共 同 开 展“ 三 会 一

课”、主题党日等活动 ；定期宣讲党和

国 家 的 政 策 方 针 等 ，加 强 边 民 爱 国 主

义教育 ；选派“兼职党建指导员”到帮

扶 村 开 展 支 部 联 建 共 促 活 动 ，持 续 加

大 帮 扶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建 好 农 家 书

屋，满足群众精神需求；升级改造农贸

市场，搭建边境乡村电商直播间，解决

农副产品滞销难题，拓宽帮扶村农副产

品销售渠道……以务实举措，温暖着一

家一户。

近年来，该支队以产业为引领，闯

出增收致富新路，实现以边民富、边关

美促进边境稳、边防固，以发展促团结、

以团结聚人心，带动了各族群众自觉固

边守边护边。据了解，下一步他们还将

着眼提升边民文化素养、致富能力，将

驿站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成

“教育培训中心”和“信息交互枢纽”，进

一步帮助边民开阔视野，打开致富新思

路。

国防教育——

融入一岗一哨

西北之北，春意阑珊。在阿拉克别

克河右岸的小院里，军武哨所前的五星

红旗正迎风飘扬，格外鲜艳夺目。

该支 队 八 中 队 排 长 陈 宝 龙 ，受 指

导员迟秀程所托，驱车来到军武哨所。

他 代 表 中 队 官 兵 聘 请 戍 边 模 范 马 军

武、张正美夫妇担任国防教育“编外指

导员”。

“马叔、马婶好……”走进哨所，陈

宝龙讲明来意。马军武、张正美夫妇欣

然接过聘书。

不久之后，“新时代红色故事讲堂”

在界河边的戍边展厅里开讲了。马军

武以视频直播的方式，给几百公里外的

武警官兵，上了一堂关于戍边守土的国

防教育课。

巡边，守水，护林；一个哨所，一座

界碑，一条界河。在一万多个日夜里，

马军武和妻子张正美每天重复着同样

的工作，这就是夫妻俩一生的守望。这

堂相聚云端的国防教育课，尽管没有多

少华丽辞藻，但令中队官兵印象深刻，

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七一勋章获得者、边境线上的“活

界碑”魏德友，西北民兵“第一夫妻哨”，

扎 根 边 防 、蓬 勃 向 上 的“ 小 白 杨 精

神”……八中队驻地有着丰富的国防教

育资源，迟秀程告诉笔者，他们在上级

的积极协调下，主动加强军地协作，利

用视频直播方式，打破时空界限，持续

开展政治小教员比武、新时代红色故事

讲堂、红色家书分享活动，邀请驻地戍

边模范人物，在边境一线、国门界碑前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国防教育融入

一岗一哨。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

士。”这是一代代兵团人的戍边心声，也

是一茬茬“胡杨卫士”的真实写照。结

合父亲李永红曾在中队当过兵的特殊

经历，上等兵李辰曦对这句话有着更深

刻的体会。

“我父亲是咱们中队的一名老兵，

也在我们坚守的地方奉献过青春。”前

不久，该中队将国防教育课堂设在老营

区，站在早已废弃的岗楼前，李辰曦讲

起父亲的戍边故事。

有一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遇暴风

雪天气，40 多辆地方群众的车被困在路

上。接到求助电话后，中队立即组织官

兵赶赴现场救援。李永红和战友们冒

着刺骨寒风和鹅毛大雪，协助交管部门

疏通道路、铲冰除雪，成功救出被困群

众。

“不要轻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不要轻视自己肩上的这份责任。”那一

堂国防教育课，中队官兵凝神静听，在

李辰曦的深情讲述中，大家仿佛回到了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对使命、

对责任、对军旅、对国防都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该支队五中队，每当新兵下队，

他们都会邀请老邻居、与官兵有着 40 年

深厚情谊的维吾尔族卡德尔大叔一家

来 营 区 认 亲 ，上 一 堂 特 别 的 国 防 教 育

课，引导官兵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

护民族团结、守护绿水青山。

国门界碑，哨所岗楼，处处都是国

防教育课堂；戍边模范，身边战友，人人

都能担当国防教育主讲。如今，在这个

支队的任务辖区，军民关心国防、热爱

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氛围越发

浓厚，“家国天下”的爱国情怀，深深扎

根高原边防军民心中。

图①：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帮

村民解决蔬菜滞销难题。

图②：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与

护边员一起为村民讲解边防政策。

图③：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在

戍边石前进行国防教育。

图④：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官兵与

护边员联合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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